
4 华文教育 责编：陈芝 版式：陈捷钧

2023年5月5日

电话：（0591）87873681

E-mail：fjqb04@126.com

华教动态

近日，一节妙趣横生的书法课在意大利米兰比可
卡大学举行，来自意大利中华诗书画艺术联合会和意
大利龙甲教育的老师们现场挥毫泼墨，用隶书、楷书、
草书、行书四种书体创作十二生肖书法作品，学生们
热情高涨，纷纷拿起手中毛笔临摹学习。

“参加活动的40多位学生是来自该校跨文化交
际系汉语专业的本科生，通过两个多小时的学习，学
生们已经能写得有模有样。”意大利中华诗书画艺术
联合会会长周建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越来越
多的意大利年轻人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经常有当地年
轻人向他们咨询如何学习书法。

意大利中华诗书画艺术联合会由意大利侨领潘
仲骞创立于2012年，会员都是华侨华人。周建煌介
绍，联合会自成立以来，会员人数已经由最初的30余
人发展到100余人，会员们虽然从事餐饮、贸易等不
同行业，但都热爱中国诗词、书法和绘画。

周建煌表示：“华侨华人离开故乡越久，对中华文
化越渴望，诗书画最能表达游子对祖国、家乡的眷恋
之情，我们在业余时间从事诗书画创作，以笔墨为媒，
用丹青寄情，倾诉乡情寄托乡思。”

“意大利华侨华人诗词作品的主题包括家乡风
物、山水田园、海外生活、咏史怀古等，每逢中国传统
节日，大家也会有感而发，书写节日的氛围和寓意。”
周建煌说，比如春节的时候描写一家人热闹团圆的景
象，清明节书写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中秋节抒发对月
怀乡的思绪。

他介绍：“我们的书法作品内容涵盖古诗词、对联
和原创诗词等，会员中有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也有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的会员；绘画作品有中国国画，也有
西方油画、水彩画等，艺术家们用融汇东西的技法和多

元文化的视角进行创作，这些诗书画作品会定期在我
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

近年来，意大利中华诗书画艺术联合会在罗马、
米兰和佛罗伦萨等城市举办了7届诗书画展览。周
建煌说：“今年或明年我们计划与意中友好协会合作，
举办一场大型的‘中意书画艺术作品联展’，希望能以
书画为媒，让更多国际友人了解中华传统文化。”

“此前我们举办的几次书法展览中专门设立了书
法体验课，让爱好中国书法的意大利友人通过描红和
临摹尝试写书法。”周建煌表示，虽然大部分意大利人
看不懂书法，但他们会从线条艺术的角度欣赏，能体
会到黑色与白色交相呼应的美感。“未来我们打算与
米兰中国文化中心合作推出书法学习班，面向意大利
人教授书法课程。”

周建煌告诉记者，如今很多侨二代、侨三代也对
书法和绘画感兴趣。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联合米兰
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两期华裔青少年书法培训班，每
期 20节课，课程安排在周末，学员们年纪小的四五
岁，年纪大一些的十几岁，老师都是意大利中华诗书
画艺术联合会的成员。

他说：“学习书法的过程相对枯燥，如果没有兴趣
很难坚持下去，在上课的过程中我们通过讲书法家的
故事等方式，循序渐进引导孩子们对书法产生兴趣，
我们也会让家长督促孩子们在家多写多练，养成持之
以恒的习惯。”

“学书法需要集中精力练习，对于正处在成长期
的少年儿童来说可以磨炼心性、陶冶情操。”周建煌表
示，希望华裔青年们通过学习和欣赏书法，提高审美
能力和文化素养，深刻领悟中华文化的魅力。

（吴侃 来源：中新社）

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大四
学生郭雨萱17岁时第一次来到中国，还
有些懵懂。她从小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学
校就读，四大发明、中国书法……是她对
中国最初的印象。

初见乍惊欢

年少时，郭雨萱就跟着母亲的绘画老
师学习水墨画，逐渐惊叹于这种绘画方
式的奇妙。“水墨画中的很多颜色都与中
国的矿石或植物有关，比如藤黄，原料来
自一种树的汁液……”说起自己喜欢的
事，郭雨萱侃侃而谈。

“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我只通过书
本和网络有所了解，但没有真正体会
过。”带着好奇，郭雨萱在高中时报名了
学校组织的“寻根之旅”活动——她的祖
籍地福建，就是这场旅行的目的地。

在武夷山，她初次体验了茶道，和卖
茶的老板畅聊，还看了人生第一场中国
式大舞台表演。郭雨萱不仅爱上了茶这
种独特的中国式饮品，也对中国文化有

了更深刻的感悟。直到现在，她一直保
持喝茶的习惯。

在福建旅行的一周里，她去了很多地
方，最让她震惊的是中国高铁的飞速发
展，“在老家需要花一天车程才能到的距
离，在中国只需要几个小时！”

这场与中国的正式“见面”，让她坚定
了留学中国的想法。考虑到离家远近、
生活环境和兴趣爱好等问题，郭雨萱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厦大。

坚持又热爱

上中学时，郭雨萱常常会和父亲对着
一块电路板讨论得热火朝天。

“电路板上一块小小的四四方方的集
成电路，却是控制整个电路运行的核
心。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原理是
什么？为什么能发挥这么大的用处？”这
些问题激起她浓浓的求知欲。

正巧，郭雨萱发现厦大有相关专业，
还建有国家级科研平台，天地广阔，大有
可为。这也成为当初她选择厦大的一大
原因。

2020年，由于疫情的影响，郭雨萱无
法像其他同学一样回到学校上课，远在
马来西亚的她开启了线上学习生活。

因为远隔重洋，购买教材需要花费很
多时间，每学期郭雨萱都会提前两个月
购买好课程所需的书籍。

疫情期间，无法回校做实验，郭雨萱
便提前通过邮件和各科老师联系，希望
老师们能开设实验网课。

“我家中也有 USB示波器和万用电
表等仪器，简单的电子元件我可以网上
采购，我深切希望可以选修这门课！”“我
真的非常渴望有相关的实验经验，即使
在家也不想虚度时光，希望老师能给我
机会！”……

最终，她收到了想要的答复。

“雨萱同学，感谢你有兴趣选修这门
课，我们也为你克服困难开展学习的精
神所感动！稍后将相关资料等发给你，
祝一切顺意！”

为了跟上实验课的学习，老师给她寄
去了一些小的电路元件，让她跟着其他
同学同步上课。“后来我去找了那位老
师，老师说看见我的邮件非常感动，还把
邮件给他女儿看！”郭雨萱说。

居家学习时，郭雨萱会尽量将老师布
置的扩展题和附加题都做出来。“思考的
过程是弥足珍贵的，当你弄懂了其中的
原理，就会发现原来解题也能这般奇
妙。”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大四的郭雨
萱，收到了继续留校读研的好消息，这恰
恰得益于她居家上课期间的努力。

“我喜欢厦大的人文风情，尤其是友
善的老师们。选择在厦大读研也是想弥
补疫情时期未到校的遗憾，继续深入体
验中国的大学校园生活。”

受到郭雨萱的影响，今年 9月，郭雨
萱的妹妹也将来到厦大读本科，沿着姐
姐走过的路，同样攻读电子信息专业，成
为厦大的一份子。

久处亦怦然

回想刚来厦大的时光，郭雨萱并不是
很适应这里的生活和学习节奏，与同学
的接触不多。故事的转折发生在她成为
公寓办学生助理后。

进入公寓办工作不久，郭雨萱就在开
展卫检时遇到了问题。当她尝试着向一
位学姐请教时，学姐非常细致地解释了
工作要求，还额外给了她许多生活上的
建议，这让身处异国他乡的郭雨萱倍感
温暖。在一次次的卫检工作方案讨论
中，郭雨萱一步步成长，逐渐融入了这个
温暖的大家庭，笑容变得更灿烂了。

居家学习期间，郭雨萱积极参加了各
种比赛，在合作中逐渐缩短着和中国同
学们的距离。一次比赛中，她和队友们
分别负责硬件与软件部分的开发。因为
成员分隔两地，许多任务无法同步开展，
大家常常开着视频，一人将代码烧录到
开 发 板 上 ，另 一 人 在 海 的 另 一 边

“debug”。距离虽远，但他们的心却近
了。郭雨萱感慨道：“过程是不容易，大
家劲往一处使，最后都顺利完成了。”

“中国真的是一个愿意给学生机会、
充满人情味的国家。”郭雨萱说。

她经常在宿舍楼看到外籍生们热情
地用各种语言和保洁阿姨打招呼。虽然
人与人的相处方式与她的国家有略微差
别，但时常会让她心里流过一阵暖流。

在厦门大学陈嘉庚奖学金生“我眼中
的中国”主题征文比赛中，郭雨萱的作品

《我和中国的不解之缘》获得比赛特等
奖。她在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华人，所以
学中文，这是我最早学习中文的理由。”

回到厦园，郭雨萱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射箭比赛、志愿服务、植树活动……
她还报名了学院办公室的助理岗位，成
为一颗为大家服务的“螺丝钉”。

“大学四年奠定的基础，能够帮助我
在未来走得更远。”郭雨萱说，“这看似平
淡的四年，为我在迷雾中点亮了一盏灯，
让我对中国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也更
坚定了我将来往学术方面发展的决心。”

（严雅雯 王佳佳/文 图片由厦门大
学提供）

意大利华侨华人笔尖诉乡情

留学厦大 追寻热爱

郭雨萱画的水墨画

华裔学生郭雨萱（左）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中非青年相聚漳州促交流

本报讯 4月23日，来自福建省8所高校、16个非洲
国家的数十位在闽留学青年相聚在漳州闽南师范大学，开
启为期3天的中非青年交流活动。

当天上午，闽南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举行座谈会，
向非洲留学生介绍短视频创作技巧和漳州特色民俗文化
等，活动现场互动热烈。

据悉，该活动是第二届中非青年共话友好暨中非青年
乡村振兴快乐跑活动的子活动之一，由福建省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闽南师范大学共同主办。 （宗和）

中文教师联谊活动在悉尼举行

据中国驻悉尼总领馆网站消息 4月23日，中国驻
悉尼总领馆举办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文教师联谊活
动。新州26所大中小学及教育机构的30余名中文教师
受邀参加活动。

4位老师代表分享了新州中文教育的发展历程、各自
中文教学的经验与挑战以及参加“汉语桥”中文比赛的心
得与体会。

埃及25所高校学生参加中文配音大赛
《你好，李焕英》夺冠

据人民网消息 日前，由中国驻埃及大使馆教科处联
合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第四届“埃及中文专业
大学生配音大赛”落幕。活动以“中文：增进文明对话”为
主题，激发埃及青年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比赛采用线上形
式进行，收到了埃及25所高校的114份参赛作品。来自
开罗大学的奥拉凭借《你好，李焕英》的配音作品，以流利
的发音及满含深情的念白，斩获大赛一等奖。


